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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妻子在我们居住的城市，经营一家小食店。才开张不久，一切还没
打理顺当，可谓费时费力。每日凌晨4点就起床，往往忙到近晚上9点才收工
回屋。

每当结束一日的辛苦，妻子回屋后，先去洗了澡；然后，换上一身宽松的
睡衣，姗姗来到客厅沙发上，四平八稳地躺平了——由我为她完成一件“光
荣”义务，做全身按摩。劳累了一天，这是妻子最享受的时刻了。我站到她
身边，爱怜地看着她近期明显廋了一圈的身体，口里轻轻说了声：辛苦啦。
接着，我用双手握住了她的小腿，开始了自下而上的按摩。我虽无专业按摩
技术，但却是用心用情地在做呢。我先是为她仰面按摩一阵，再是俯卧按摩
一阵。我手上慢而有力地掐捏着，以缓解她紧绷了一日的肌肉神经。她偶尔
喊掐疼了，我就相应减小力度，以让她有恰到好处的舒服感为宜。而且，妻子
说哪里最酸痛，我就重点按摩。我按摩着妻子疲惫不堪的身体，也像抚慰着
真实而辛苦的生活。

随着我的双手在她依然饱满而富有弹性的身体上，做着还算有节奏的按
摩动作，我听见躺平的妻子不时发出梦呓般的声音。此刻，我仿佛觉得，我比春
风更柔情比太阳更温暖比菩萨更慈悲。此刻，若我不跟她说话，她还真会睡着
呢。妻子是在享受我的“倾情服务”啊。可我一番动作下来，身上渐渐冒了汗，手
上也略有酸软感。不过，当妻子说：“可以啦——”满脸欣悦地坐起来时，我的心里
像是喝了蜜。妻子的笑容是对我最高的嘉奖。

妻子说，以前她在北京打工期间，也付费让专业按摩师按摩过。但，我想说的
是，我给她做的按摩，更有专业按摩师不能创造的另一种价值——调节夫妻关系，滋
润婚姻生活。不再只是物理运动，而进一步转化为心灵互动，最终升华为情感交融。

妻子性情有些急躁和火爆。在庸常生活里，有时往往为一些小事，向我发怒。她一
旦发起怒来，像“母老虎”：双目喷火，声音如雷；并且，老爱从喉咙里迸出两个“惊天动地”
的字眼——离婚。不过，这么多年，我早摸准了她：基本只打雷不下雨。我也不会动真
格。只是也会沉下脸来，象征性地和她唇枪舌剑“热战”一会；且很快就主动“熄火”。她
也便悻悻然“偃旗息鼓”了。接下来，双方会“冷战”一阵子，阴着脸，互不搭理——当然，
按摩也就暂时中断。不过，还是我主动打破尴尬：露出微笑，找她搭话。继而，用鼓舞加
讨好的肢体语言，让她重新躺在我面前，接受我的按摩服务。

这不，前几日又为鸡毛蒜皮之事吵了一架。今夕，妻子还是半推半就地，躺平在沙
发上了。我一如既往，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很卖力地为她按摩。做着做着，妻子又
情不自禁发出梦呓般的声音。我又仿佛觉得，我比春风更柔情比太阳更温暖比菩
萨更慈悲。沙发上享受我按摩服务的妻子，又从发怒时凶巴巴的“母老虎”，变成
温柔可爱的“小绵羊”。我的心底，也溢满了柔情——我的结发人啊，我情愿长久
地为你做免费专职按摩师，到地老天荒日。

通过坚持给妻子做按摩，我竟渐渐掌握了一门夫妻恩爱的“诀窍”；从而，描
绘出一幅“岁月静好，幸福悠长”的俗世生活画面来……

（作者单位：万州武陵中学）

父亲是村里的专职会计，账本里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全凭他的双手在算盘里
拨弄出来，“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响彻在父亲大半的人生里。

一个夏日午后，嗜午睡如命的父亲并没有休息，他一把揪住正打算出门去掰地
果的我。“站好！”父亲一声呵斥，惹得屋檐筑巢的燕子也收紧翅膀，呆在巢口看父亲。
我第一次标直地站在父亲跟前，不知自己犯了什么“天条”。

“从今天起，跟着我学珠算！”父亲淡然而坚决地说。
算盘，在父亲粗拙的双手里，犹如圣物，一长串一长串的数字，“噼里啪啦”之后，结果

就出现在本子里。但我长大了不想当会计，嘟着嘴，给父亲回复一个“不愿意”。父亲不
会察言观色，他读不懂我的表情。

皓月朗照。父亲的嘴里，不再是那些极具诱惑力的聊斋故事，他教我背诵珠算加法口
诀——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五去五进一，八去二进一……烦琐、枯燥，这些父亲熟稔
如常的口诀，我却背上句忘下句。旁边的同伴挤眉弄眼，我的心早已飞到“躲猫猫”的游戏里。

父亲之前是村里的小学教师，他深知教育要与实际紧紧结合的道理。他取下那把黑色的
算盘，教我识别一些专业术语——顶珠、上珠、档、下珠、底珠、梁……我知道了梁上“1”珠代表
数字“5”；梁下“1”珠代表数字“1”。在父亲的和风细雨中，我能简单地进行十以内的珠算加法。

和风细雨中也有暴风骤雨。会计一年最忙的时节是腊月，父亲要对全村大大小小的账目进
行一一核算。那些瑟瑟发抖的日子，父亲几乎不参与生产队的农活，一个炭火明亮的烘笼常置于
身边，他一手在算盘上“噼里啪啦”，一手哈一口热气，在账本上郑重地写下一行行数字。“来，你来打
算盘，我来记录！”为检验我的真才实学，父亲把在地坝活蹦乱跳的我喝住。父亲报数字，我拨弄算
珠。最后，父亲终归是不放心我的，他会把那些我珠算的账目一一核验。18处账目，我错了4处。父亲的
脸立马冷风猎猎，直逼我到冰窟。惩罚来了——他本打算中午走人户带我的却带上了妹妹。想象办事那
家餐桌上可口的饭菜，我垂涎三尺，但只能与母亲在家，啃难以下咽的红薯棒子，我寡言，谁让自己不小心
拨弄错了算珠呢。

小学数学课开设了珠算。我像个“人精”，总是抢说老师的讲话。老师打听到父亲早已教会我珠算，就
让我做“小老师”，课余辅导其他同学。五年级的“六一”节，乡里举行小学生珠算比赛，我代表班级参赛，拿
了个第三名。回家后，父亲捅下悬挂在灶屋上空的猪脚，我美美地饱餐了一顿。但，父亲要我更上一层楼，
教我学习减法、乘法、除法的珠算。

中学成绩还算不错的我，考个学校应该不是问题。父亲说，考财经学校吧，以后做个会计，工作挺轻松
的。我觉得会计有些枯燥，每天在“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度日，我十分不愿意。父亲也算通情达理，他尊重
我的选择。

我考上了师范，毕业后做了乡村教师。上班第一天，父亲挑着我的家当，我则背着一些书本。一路上，
繁花似锦，生机勃勃。我不知道学校安排我教学什么课程，但父亲却很郑重——你要让农村娃儿学会珠
算，以后大有用场。我知道父亲说的“大有用场”，无非就是开店设铺，经济往来，用算盘方便省事。

父亲老眼昏花了，把会计这个岗位交给了一个读过高中的后辈。家里杂七杂八的开支，父亲依然用算
盘算出记录在本子上。父亲每次使用算盘，先要掏出手绢，擦拭一番。有时，他熟睡在椅子里，算盘却紧紧
攥在手里，生怕被人盗走。女儿那会正读小学，学校已经不要求学习珠算，但我却像父亲当年，“逼迫”女儿
学会了珠算里简单的加减乘除。虽然，电子计算器的遍及，算盘会成为古董，但我常常劝慰女儿：“艺多不
压身，学会了珠算，也不妨碍你使用电子计算器啊。”

父亲离世，我让算盘随他而去。直至今日，我的脑海里偶有“噼里啪啦”，我知道那是父亲拨弄算盘的
声响。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三中）

《寻道启智:朱渝生书法篆刻集》面世
一部跨度40余年时光,名为《寻道启智:朱渝

生书法篆刻集》近日与读者见面，并同步推出电
子书稿。

该书收录楷行草隶篆五体书法 80 余帧，篆
刻印存230余枚。印文既有诗句、警句、成语，亦
有布币印、封泥印、藏书印、集邮印、人名印、肖
形印等,多用篆书入印,亦见行草、隶书、魏碑等

简化字入印的作品,突显文字之美,艺术之
雅。作者师法传统,墨韵金石,刀笔并进。
此书是作者退休后出版的首部书法篆刻作
品集,可谓厚积薄发。

(文讯)

我成了孙女的“粉丝”
□黎强

孙女的生日是3月19日。
孙女还在她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和孙女的

奶奶，从此就不在自己的家里面喝酒了。
慢慢地，孙女牙牙学语了，从蹒跚学步到现

在跑得比我快，哪怕我追都追不上，我还是努力
想追上她。一趟下来，累也有，汗也有，更多的是
快乐！

再后来，孙女可以指着商场、超市让我买“家
什儿”的时候，我只能买适合她的，而不是一味迁
就。孙女用她的小眼睛斜看我，我知道她是表达
不满。但我也喜欢在心里，而不心软。我想如果
将就了她，我今天成不了她的“粉丝”。

自从孙女进启蒙班或幼儿园，无论春夏秋冬，
无论刮风下雨，只要我时间允许，我必定接她上
学、接她放学。放学后，孙女的提问特别多。譬如
说，“狼来了，为什么吃掉的是小羊”？我回答说，
这是童话故事。反正，孙女的问题特别多，但我喜
欢她这样考我。

当爷爷的我总觉得我某一天会被孙女“烤
焦”，于是，至今我都坚持每月给她这个年龄段的
阅读能力范畴买书，实际上也是为了我自己怕跟
不上孙女的提问，提前做好功课。

退休赋闲在家，有时间充实自己对现代儿童
教育的理念、设计和运用。今年，六一节之前的某
一天早上，我去接她上学。孙女忽然对我说，爷
爷，你是我的“粉丝”了。我大惑不解，咋，我成了
你的“粉丝”？孙女搂着我的脖子说，爷爷，我每天
早上在10楼家里面的玻璃窗前看到你，你总是准
时准点来接我上学，如果你不是我的“粉丝”，咋就
不多睡会儿嘛？

一听，我的眼眶红了、模糊了。孙女似乎懂事
了，说，爷爷，你真是“粉丝”，见了崇拜的人，就想
哭吗？

我不敢解释过多，她毕竟还不明白谁是谁的
“粉丝”……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我给妻子做按摩
□向墅平

“噼里啪啦”里的父爱
□徐成文


